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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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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围绕新时期治水思路和水利现代化发展总体目标,立足盐城市情、水情、工情实际,打造智慧

水利,加大投入,认真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,确保工程安全、
质量安全、资金安全和人员安全,在全省率先建成并安全运行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,有效控制水资

源消耗总量和强度,以水资源信息化、精细化、实时化管理倒逼用水方式转变、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

经济布局优化,为助推水利现代化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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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摇 建设背景

为顺应新时期水资源管理的新要求,加快推进

水资源管理现代化建设,利用信息化技术与手段,加
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监督,尤其是对取用水大

户的用水总量和强度实行双控管理,实现水资源信

息的快速传递、全面共享和综合管理,达到水资源管

理精确化、实时化的深度管理目标[1],进一步提高

水资源管理水平和精度,盐城率先建成水资源管理

信息系统,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。

2摇 建设实践

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以水资源管理业务为

重点,以水源、取水、输水、供水、用水、节水、排水等

水资源开发利用主要环节和地下水监测为基础,以
水资源业务应用系统为核心,建有硬件产品和软件

系统,规模大、周期长、覆盖面广。
2. 1摇 工程投资

根据江苏省水利厅部署要求,盐城自 2009 年开

始筹划、调查、编制方案和实施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

工程,涵盖全市 8 个县(市、区)(东台市单独建成)。
2009 年 1 月,省发展改革委以苏发改投资发也2009页
115 号批复立项,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工程总

投资(含配套工程)为 591郾 47 万元,其中省级投资

356郾 74 万元。 工程建设经费由省和市、县(市、区)
共同承担,其中省级资金以外部分由地方自筹。

2. 2摇 施工准备

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工程项目部于 2009
年 8 月 18 日委托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开始编制《盐
城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方案》。 2010 年 4 月

20 日,以盐水资信建也2010页1 号请示省建设处,4 月

22 日省建设处以苏水资信建也2010页16 号批复盐城

市实施方案。 经江苏省鸿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

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工程公开招投标,2010 年

5 月 5 日,南通市洛神工贸有限公司中标承建。
2010 年 6 月,南通市洛神智能工贸有限公司编制完

成盐城工程施工设计方案,7 月 15 日以盐水资信建

也2010页2 号请示省建设处,8 月 16 日省建设处以苏

水资信建也2010页22 号批复盐城施工设计方案。
2. 3摇 建设内容

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工程于 2010 年 8 月

10 日正式进场施工监测站点,12 月建设分中心机

房,2011 年 4 月工程基本完工,建成监测点 267 处,
其中取用地表水水量监测点 59 处、取用地下水水量

监测点 144 处、深层地下水水位监测点 64 处(含 36
处结合井);建有盐城市分中心、阜宁县分中心、大
丰区分中心与射阳县分中心,完善机房和网络环境,
建立与省中心进行信息共享、实时传输的网络平台

和水资源管理会商平台,实现对各监测站采集数据

的存储、管理及设备集成,具备验收条件。
2. 4摇 设计变更

经过建设和完善,主要设计变更内容有:淤BD鄄
COMS2552 交换机工程变更为 BDCOMS3552 交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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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;于TDS鄄100H 型手持式超声波流量计变更为

TDS鄄100P 型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;盂ELX 智能水表

变更为 WI / LC 直读式远传水表;榆衡孚 HF40鄄SB 交

流电充电控制器变更为鸿海科技生产的 MD30C14
交流充电控制器;虞深圳雷晟生产的电源、信号防雷

设备 PRDC鄄12C、DB鄄RS485 / 422 变更为上海雷太生产

的电源、信号防雷设备 LY1鄄C、LTDXJ鄄12鄄2;愚天融信

TG鄄1503鄄VPN 变更为网想 Power V鄄220VPN;舆便携

式笔记本联想 ThinkPad T400(2765鄄65C)变更为便

携式笔记本联想 ThinkPad T410i(2516鄄A38);余数

据库服务器 DELL R900 变更为 DELL R710。
2. 5摇 质量监督

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由省建设处负责

质量监督。 按照工程质量规定,制定质量监督计划,
开展各项质量监督工作,认真审查,批复工程项目划

分,及时跟踪工程建设,监督、检查工程质量控制与

管理措施,为确保工程施工质量提供了可靠保障。
省建设处并委托江苏普蓝陵信息系统监理咨询有限

公司为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的监理单位。
监理单位在施工现场成立监理部,行使施工监理合

同中规定的权力,并履行合同中规定的相应义务,强
化“四控制、两管理、一协调冶工作,对关键部位实行

跟班旁站,并做到“监、帮、促冶相结合,有效控制工

程质量、进度、投资与安全。
2. 6摇 质量检测

省建设处委托省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通过

资料检查、外观检查、抽样检查、设备检查比对、量测

比对、性能测试等方法,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测。 结果

表明:数据服务器、应用服务器、接受控制服务器、
VPN 网关、防火墙、交换机、工作站、校时器、便携式流

量计、便携式水位计、带 GPS 巡检信息处理设备等工

程设备产品型号、性能符合设计和合同要求;线缆、不
间断电源、蓄电池、防雷接地、机柜、计量设施安装等

分中心设备、遥测站设备安装质量总体符合规范要

求;超声波流量计、电磁流量计、智能水表等计量设施

数据准确;RTU、数据存储、信道自动切换、DTU、远程

监控等遥测站设备性能基本符合设计规定要求。
2. 7摇 功能实现

a. 监测站功能。 全天候连续在线监测,按照规

定段次,自动完成定时自报和在流量或水位超限、开
关机、设备异常时加报;接收分中心和省中心召测;
主备通信信道自动切换;监测终端存储临时数据和

定时报文;监测终端现地、远程设定其工作方式和工

作参数;电源管理和通信管理,包括向监测分中心报

告电源信息状态等;停电保护及来电自动恢复;为传

感器提供电源。
b. 分中心功能。 各分中心设置专用服务器,实

现对相应监测站的管理和实时数据接收、整理、入
库,并按省中心的数据标准和要求上报,分中心服务

器实现汇总、查询和市县级的数据管理、业务系统、
GIS 支持、辅助决策支持等;实时数据采集通过公共

通信网进行数据传输,通讯数据接收平台统一、稳
定、可靠、安全,并充分考虑数据采集、处理和存储;
全市水利系统用户通过水利信息广域网使用系统,
社会取水用户、企业等其他用户通过因特网使用,建
立相应的安全措施实现内外网数据交换。

c. 软件功能。 RTU 整体功能分为 4 个模块:初
始化模块、现场数据采集模块、键盘处理模块和

DTU 远程通信模块。 其中,初始化模块负责 RTU 内

部端口、定时、中断、通讯等初始设置;现场数据采集

模块通过 RS485 总线读取直读式水表、电磁流量计、
超声波流量计等外部设备得到数据,但水位数据则是

通过 A / D 输入接口对水位传感器输出的数据进行转

换得出水位数据;RTU 通信部分接收采用中断模式,
发送通过查询模式,数据中心发到终端的数据中断接

收到后,在主程序中进行相应的处理,并发响应数据

给数据中心,同时主程序中顺序检测当前遥测终端状

态、数据,根据数据中心的配置进行相应处理。
2. 8摇 安全运行

根据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的业务流程规范

操作,对存在问题查明原因,进行整改并解决,保证

了自动测报数据的准确性、稳定性和网络的通畅性,
并不断完善系统功能,极大地提升了全市水资源管

理信息的采集速度、快速反应、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处

置能力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效率,不断降低管理成本,
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管理信息的准确性、客观性、实时

性和科学性;有力地助推水资源管理现代化、水生态

文明建设。 目前,盐城市实际上线运行监测点 247
处,其中:地表水取水监测点 50 处、地下水取水监测

点 136 处、地下水水位监测点 61 处,实时监控了取

水大户、80%以上的非农用水状况,实现了水资源信

息管理、取水许可、地下水“双控冶、水资源节约保

护、水资源费征管、水资源统计、水资源预警、水资源

服务等功能,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和考核提供

了决策依据。
2. 9摇 系统维护

a. 硬件维护。 由专职维护人员负责,主要分两

种类型进行维护。 淤逐月设备保养性维护,维护的

主要内容为例行检查与保养设备,更换与安装易耗

品等;于突发性故障维护,即当设备出现突发性故障

时,由专职维修人员或请设备生产厂方的技术人员

前往现场排除故障。
(下转第 33 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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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摇 基于 portal 的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管理
系统

摇 摇 使用 Web App Builder 开发形成基于 Portal 的
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系统,集地图、程序、群组、
服务以及本地数据库于一体,对信息数据进行可视

化显示。 Web App Builder 作为 Portal 的一个应用程

序模板,通过其直观的所见即所得的模式,来构建

Web 版青海省水环境功能管理系统。 在添加地图

和工具的配置过程中,可以直观的预览应用程序,并
直接运行。 在实际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中,
可应用 Web 应用程序模板,对所有流经县城及建有

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水口的城市(镇)河流进

行地表水监测断面创建,基于 Portal 的青海省水环

境功能区管理系统见图 8。

图 8摇 基于 Portal 的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系统

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系统实现水环境信息

数据可视化显示,并实时进行水环境信息数据的采

集、编辑、处理、分析及输出,对水环境功能区的水

质、水量、水环境容量、功能区类型和水质目标进行

信息化管理。

4摇 结摇 语

本研究利用青海省水体数据的空间属性,基于

GIS 技术整合以往相对零散的监测断面、排污口、饮
用水源地及其各级保护区范围等各类相关空间要

素,将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数据结合相关空间要素

转换为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划空间数据库,基于

Portal 的 Web App Builder 向导的二次开发形成了对

应系统,对青海省水环境功能区进行了信息化处理,
旨在更好地保护水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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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 摇 b. 软件维护。 主要是根据最严格水资源管理
的需求变化或硬件环境的变化,对应用程序进行部
分或全部的修改完善。 修改完善后逐一填写程序修
改登记表,并在程序变更通知书上载明新旧程序的
不同,方便快捷使用。

c. 数据维护。 由数据库管理员专门负责,主要
对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安全性、完整性和
并发性进行控制,维护数据库中的数据,当数据类
型、长度等发生变化时,或者确需添加某个数据箱、
数据库时,负责修改相关的数据库、数据字典,并通
知有关管理人员。

3摇 结摇 语

实践证明,盐城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
运行,保证了工程投资效益的有效发挥,解决了最严
格水资源管理工作中面临的快速决策支持问题,满
足了不同用户应用需求,对提高全市水资源管理水
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只有不断巩固一期建设成
果,改进应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,深入分析监测数据
规律,才能满足二期工程建设新的业务应用需求,进
一步扩大取用水在线监测管理的覆盖面,为水资源
严格、科学、高效管理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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